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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人华侨经济的快速增长状况与当时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取向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东盟国家作为有利的商品和投资

市场前景被看好。东盟国家为吸引外资,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纷纷制定了条件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 使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趋好,诱发了八十年代下半期以后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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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盟国家是华人华侨的主要聚集地区,华人华侨经济是世界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和国家侨务政策的重

点地区,近年来,随着中国 � � �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工作提上国

家对外开放的重要日程后, 对这一地区华人华侨经济发展状况的

了解和分析,成为我国搞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十五世纪中国人登上东南亚诸国以后,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据最新资料统计,全世界约 3000

万华人华侨中,居留在东盟各国华人华侨人口总数就有约 2452万

人,约占世界华人总量的 70% 以上, 其经济实力估计为 1500-

2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华人华侨经济资源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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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

见,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经济在世界华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日元和亚洲 四小龙!币值大幅度上升,日本、美国贸易摩

擦加剧,美国取消了对其的贸易普惠制,加上日本、东亚  四小!劳

动力和地价不断上涨等原因, 日本和东亚  四小龙 !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逐步向海外特别是东盟国家转移以降低成本为主的产业和

面向出口为主的生产基地,放弃反华排华的政策,日、欧、美等国的

资本都相继把对外投资的重点向东盟国家转移, 使该地区成为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规模扩张迅猛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东盟国家相继发展劳动和资本密

集型且面向出口的工业,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中心带动国内经济的

发展,各国政府采取了促进出口的经济政策,如放宽关税保护, 奖

励出口,吸引外国资本等,许多华人华侨从经销外国商品的进口商

起家,随后通过与拥有资本和技术的外资企业合资合营,建立了面

向出口的企业,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面向出口的新兴

华人企业集团。进入八十年代后, 东盟国家推动现有产业结构升

级,着重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 增加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出

口,推动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转化,政府为基础

工业和重化工业项目提供许多优惠条件,与此同时,采取了放松经

济管制的方针,推动经济自由化、私有化政策,如放松市场管制、取

消进口垄断、降低进口税、放宽外资投资的限制、放松金融管制、活

跃证券市场等,并将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等,许多华人华侨企业通

过兼并、参股等形式,迅速扩大了资本和经营规模, 发展成为跨国

大型公司,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同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又适逢日

元大幅升值,日本对东盟国家投资剧增,并在当地建立了许多以经

济、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产企业。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有实力的

华人企业集团通过与外国资本、土著资本和政府资本合作, 承担大

型建设项目,取得土地、骨干项目及大型工程经营权,资本积累迅

猛扩大,一批华人大型工业集团应运而生。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上

世纪七十年代时, 该国华人集团不到 20 家,到 1994年就发展到

155家,占国内同期大企业总数的 77. 5% ,其中前十名均为华人企

业(三林、金光、力宝、盐仓、波普哈桑、卡嘉东加、昂戈、针牌、金轮、

阿尔科曼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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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85年 � � � 1991年统计,此间菲律宾华人商家增加了 500

家,达到 8500家,其中 SM 集团 1996年建场以来,商场员工已达 1

万多人,平均每天接待顾客 25 万人。陈永栽集团从生产香烟起

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时已拥有菲律宾最大的香烟工厂 � � �

福川烟厂,对本国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还同时拥有百万吨的啤

酒工厂和菲律宾最大的畜牧企业 � � � 福牧农场,年出栏生猪 20万

头。陈永栽在菲国内的投资还涉及啤酒、烟草、房地产、养殖等十

多个行业,总投资达 5亿美元。同时,一部分华资进入了国家的航

空、海运、旅游、酒店业,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出现了一批

跻身于世界华资跨国公司和拥有亿万资产的华人富商。号称  东

南亚饲料大王!的泰国华商谢国民,自 1969年创立企业以来, 一直

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现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化

经营公司,并位居世界三大饲料厂家之一。到 1995年,在东南亚、

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开办了 300多家涉及农工商业务的分

公司,员工 8万人,年营业额愈 50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就有 100家

企业,员工达 3万人,该企业已跻身世界型大企业的行列。印度尼

西亚胶合板大王彭云鹏自 1977年创办胶合板厂,充分利用当时国

际市场的巨大产需缺口及该国的丰富的木材资源,利用与该国政

界的特殊关系,迅速扩大业务,到 1993年,他与林绍良联手收购华

裔富商谢建隆的阿斯特拉国际公司 20% 的股份,又与郭鹤年联合

投资新加坡圣淘沙游乐场,他还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

开展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并购活动, 到 1999年, 他在印度尼西亚

本土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值就超过了 60 亿美元。他创办的巴里多

太平洋集团 ( BARIT O PACIFIC GROUP) 成为该国屈指可数的大

企业公司。马来西亚 儒商大师!郑鸿标于 1966年创立大众银行,

到 1994年他已控股 37. 6%的该银行就已有 135家分行,成为该国

第三大银行。他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向海外扩展, 在香港收购了

JCG 金融资产后,又在第二年买下新西兰 BANCORP 公司 40%的

股权,两年后又增至 47% , 近年来又在越南、柬埔寨合办银行。

2003年大众银行资产规模和总营业额蝉联该国华商之冠,名列国

际华商 500强第 27位。2003年上半年虽有美伊之战和非典型性

肺炎的冲击,对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际华商 500强的总

营业额为 3145亿美元,总市值为 4559 亿余美元,比 2002年减少

204亿美元,跌幅为 4. 28%。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不

少利用中国市场优势的华商仍能做到逆市上升, 新加坡大华银行、

马来西亚大众银行、泰国盘古银行、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等一批华

商企业在国际华商 500强的排位较上年都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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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亚洲

周刊∃最近公布的国际华商 500强名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有 64

家和 48家企业上榜,分别比 2002年增加 3家和减少 1家。泰国上

榜企业仍有 11家。菲律宾共有 14家华商上榜,比 2002年增加 1

家。印度尼西亚上榜华商有 6家,比 2002年减少 1家。

二、产业结构实行多元化发展

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

调整,随着外商投资东盟国家高潮的兴起,为当地华人华侨产业结

构的调整带来了机会。华商纷纷抓住机会,拓展经营渠道,发展新

兴产业,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

东盟国家的华人资本战前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贸易、采矿

业,二战后,这种格局除继续保持以外,华人资本开始对制造业、国

际贸易业、房地产领域大力发展,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出

现了国际性的跨国公司。首先,制造业的投资已占华人资本总额

的首位。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对外吸引外资的

同时,对国内资本的控制仍然较严, 鼓励和支持发展民族工业, 同

时,从事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好于贸易,导致许多华商将资本转向工

业,使这一地区的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产业结构

的调整。文莱政府在该国第五个五年计划( 1986- 1990) 中,在政

策上鼓励华人经济实行多元化发展, 使华人华侨经济涉足电子装

配、印刷、化工等领域, 占据了该国同行业生产总值的 30%以上。

泰国华人华侨经营食品加工业已有百年历史,随着该国工业化程

度的提高,华人华侨的食品工业规模迅速扩大, 成为设备完善、技

术先进、管理有序的行业,生产规模占该国同业的 60%以上。纺织

服装业是泰国的创汇行业,华人泰美伦集团、青山集团、长江集团、

东亚集团 4 家占了同业的 60%。陈卓豪集团从事塑胶生产 40 多

年,又投入工业油脂生产,产品占该国同业市场的 60%的份额。新

加坡华人资本发展食品加工、机电制造、纺织制衣, 华人财团还参

与和资助钢铁、造船等行业,工业产值占该国总产值的 30%以上。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华商也早就进入钢铁、水泥等重

工、建材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印支三国在东盟诸国

中,华商的制造业实力是很弱小的,但近十年来也开始进入这一领

域并有所发展,据胡志明市 1992年的统计,华人私营电子装配、塑

料、机修、纺织等企业,其工业产值占当年全市总产值的 40% 以上,

出口额的 80%以上,其中多数是与制造业有关的。其次,生产贸易

的快速发展,促进华商在金融业有了长足发展,成为所在国国民经

济的重要力量。东盟的金融资本是华商的创业资本的形态之一,

但近年来从实力和规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菲律宾为例,目前

全菲有华资银行 15家,有分支机构 1000多家,资本总额 1000亿菲

律宾比索币以上,约占全菲银行资本的 30% ,其中,首都银行(董事

长郑少坚) 1996年总资产接近 100亿美元,国内外分行愈 400 家,

被列入世界 500家大银行第 339位。陈永栽先生 1977年并购菲律

宾联盟银行并控股,股份占有率为 48% ,该行在全国有 270多家分

支机构,经营资产达 1350亿菲律宾比索, 成为该国最大的民营银

行。新加坡 1968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被确定后,华人金融

资本迅速发展,在本地银行中,除了新加坡发展银行由政府控制

外,其余均由华资财团控股, 为了加强与西方银行的竞争, 形成了

由华侨、大华、华联分别组成的三大银行集团,业务涉及制造业、商

贸、房地产、金融。马来西亚 1998年进入华商 500强的 41家企业,

就有大众、万利兴、丰隆、太平等 4 家银行企业, 当年市值为 13. 9

亿美元。印支三国中,越南、柬埔寨推行经济改革,鼓励民间生产,

融资机构应运而生, 当地华人也办起了信用社和小银行,如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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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越华银行。缅甸的私营银行中, 估计有 80% 是华人开办的。

第三、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基础地位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农业和商

业是华人的传统产业,华人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 继续把传统产

业保持下来并发展壮大, 进一步巩固了产业基础。商业是文莱华

人资本最密集的行业, 除做好传统食品、百货、五金、服装的零售

外,还占领了电器市场 1/ 3的天下和几乎全部的医药经销,商业转

向了现代大型超市经营, 华人还开办了 20多家种植园, 提供了市

场全部蔬菜和禽蛋, 华人与日本合办渔业公司进行海上捕捞, 可满

足国内市场 60%的需求。印度尼西亚商业企业占行业种类的 25.

7%。第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华商还响应政府经济转型的号

召,从 80年代起就加速向技术、知识密集新型科技工业过渡,一批

新型的科技企业应运而生,为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从传统产

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 1 � 东盟国家华人经济产业结构情况
国 � 别 产业分布领域 在该国经济的地位作用

文莱 旅馆、餐饮、娱乐、种养殖、商业、加工、建筑 是该国经济的重要补充,商业及种养殖业在该国有举足轻重作用。

柬埔寨

第三产业 ( 进出口、房产、旅游、餐饮) 占
70% ;
第二产业 ( 食品加工、制衣、五金、建筑、木
材)占 20% ;
第一产业(农业、渔业)占 10%。

处于起步阶段,是该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国经济重建中起
主要角色作用。

印度尼西亚
农产品种植加工、制造、金融服务、化工、食
品

是该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批生产、经营、管理并与国际接轨
的大集团公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批大集团公司损失严
重,资金外流严重。

老挝
传统工商业 (服装、食品、土产、锯木、机修
等)、矿业,并向金融、酒店、建筑业渗透。

大部分小本经营,规模有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展迅速。

马来西亚
种植业、木材及加工、食品、旅游、建筑、房地
产、金融服务、矿业。

大部分小本经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华人资本积极向制造业工业
等企业发展,形成一批跨国集团企业,在该国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缅甸
杂货、零售商业、轻工、加工、近年涉及航运、
房地产、金融、旅游服务业。

据该国官方 1994年统计,全国注册私营公司 14546家, 其中,华商
占 80%以上,出口占 30%以上,华资银行占私营银行个数的 80%以
上。

菲律宾 商业、金融、工业、房地产、农牧渔业。
遍及该国各行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华人资本形成了一批与国际
接轨的跨国集团公司,对该国经济有重要影响作用。

新加坡
商贸服务业、制造业、建筑、电子、金融、房地
产、航运。

是该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资遍及各经济领域, 在多元化
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人工业资本产值占工业总产
值的 30% ,其中:食品业 85%、纺织制衣业和民用化工业 80%、机电
业 72%、建筑业 65%均由华人经营。

泰国
金融、商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饲料、化
工、旅游

华人经济占该国经济 60% ,占私人经济 80% 左右, 并形成盘谷银
行、正大(卜蜂) 集团等一批跨国跨行业大型企业集团。1997年在
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越南
餐饮、金融、塑胶制造、食品、建筑、商贸、旅
游、其他机修和制造

整体而言,多为家庭式小本经营,大企业属少数, 且主要集中在南
方,华人经济地位有限。

资料来源:根据范如松#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整理。

� � 三、发展状况不尽平衡

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20世纪九十年代以

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主要表现在地区间、企业间、对外投资及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从地区看, 东盟国家经济高

速增长的主要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在九十年代是

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瑞士联合银行( UBS) 使用 1970 � � � 1990 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5

个东盟国家和地区( 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平

均 T FP( TFP 是总产值增长量减去由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

劳动力总数增长而增大的部分。它由一个产量函数确定,产量函

数则根据经济数据估计而得)增长率近于被统计的 104 个国家(地

区)的前 12 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 萨雷尔 ( M ichael

S arel)在对东盟国家生产率增长状况分析中,新、马、泰 1978 � � �

1996年平均 TFP 增长率为 2 � � � 2. 5% ,而同期美国仅为 0. 3%。

分析表明,泰国 1996年达到经济增长峰值,而马、新、印已接近高

收入发达国家水平,视为三个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 3]
。泰国的

经济发展近年来引人注目, 2002年泰国国内需求强劲,出口增长好

于预期,拉动经济增长 5. 2% ,是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泰国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的相关数据

显示, 2002年第四季度,泰国成为继中国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

国家, GDP 比上年同期增长 6. 1% ,这一数字大大高于美国道琼斯

通讯社 5%的泰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测,说明泰国经济已快速恢

复。瑞银华宝( UBS Warburg)在 2003 年初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预计泰国 2003年国内需求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全年GDP 增长将

保持在 5% 左右,而经济学家对泰国 GDP 增长的预期从 3. 6% 到

6. 8%不等
[ 4]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次之于新、马、泰,而缅甸、越

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年均 GDP 增长率低于 1% , 从人均 GDP

看, 2002年新加坡和文莱已分别达到约 3万美元和接近 2万美元,

而缅甸、老挝、柬埔寨人均GDP 只有 300 � � � 400美元左右,被列为

世界上发展速度最慢和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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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量级华商的分布区域来看,根据 1995年有关资料统计,

当时世界上 200个富豪的名单中, 有 16 个是东南亚的华商, 均主

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他们几乎掌握

了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的 70% 以上,而且有的华商和土著资本结

合在一起,能量很大,起到了当地普通企业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其

他东盟国家中,近几十年来还没有出现在财富领域中能有很大影

响的人物。

从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情况看,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过

去长期推行排斥、歧视、甚至迫害华人华侨的政策,对华人华侨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虽然在八十年代后期相继采取

了一些程度不同的诸如实行民族平等,对华人赋予公民权利和义

务,提高华人华侨地位的调整政策,以调动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革

新开放中的积极性,但由于戒心未除, 调整政策后的作用是有限

的,从国家体制来看仍然处于闭关自守, 经济体制僵化的境况, 华

人在经济上仍然无所作为,华人经济发展缓慢。越南政府从上世

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开始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国家经济的国策,奉

行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改善与美国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的关系,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华人资本的发展,但成效十分有限。目

前看,华人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领域,如边境贸易、餐饮、小商

品批发零售等,工业制造业规模不大, 类型不多,实力很小。在老

挝、缅甸也有少量华人华侨通过参股经营商业银行, 但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小。

从企业间的实力看,这种不平衡性可以从企业拥有的资产额

来说明。根据香港有关资料提供的#东盟五国及港台 500家华人

企业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数据, 1998年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泰国上市公司分别占华人企业上市公司的 2. 2%、8.

2%、7. 4%、1. 8%、2. 4% , 2000 年东盟五国上市公司分别占 2.

6%、10. 8%、11%、1. 6%、2% ,资产总额 1998 年菲、马、新、印、泰

分别占 2. 8%、9%、6. 9%、2. 6%、8% , 2000年东盟五国分别占 3.

4%、7. 4%、5. 6%、1. 7%、7. 5% ,而同期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

文莱五国均没有上市公司列入统计数。

从对外投资看,新、马、泰等国的华商企业加强了对海外的投

资,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我们仅就东盟国家的马来西亚华商

企业在国内国外的投资情况来看,在海外的投资速度大大加快,而

同期越、老、柬、缅的华商资企业几乎不具备向海外投资的能力。

东盟各国华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还表现在华人经济在该国经

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这种状况是和当地华人经济的实力

紧密联系的。新加坡华人经济是该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资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在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例如,该国华人工业资本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30%, 其

中,食品业 85%、制衣业和民用化工 80%、机电业 72%、建筑业

65%均由华人经营。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原来大部分是小本经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华人资本积极向制造业、电子工业等资金、技

术密集型企业发展,形成了一批跨国企业集团,在该国经济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菲律宾华人经济遍及该国各行业, 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华人资本形成了一批与国际接轨的跨国集团公司,对该国经

济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九十年代初,菲律宾陈永栽集团投入 120

亿比索收购了该国航空公司并控股, 陈永栽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

入主国家航空公司任董事长的华人。印度尼西亚有一批生产、经

营、管理并与国际接轨的大集团公司,华人经济在该国经济重建中

起了主要角色的作用,是该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国华人经

济占该国经济的 60% ,占私人经济的 80%左右,并形成盘谷银行、

正大(卜蜂)集团等一批跨国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文莱华人经

济是该国经济的重要补充,商业及种植业在该国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缅甸华人经济据该国官方 1994年统计, 全国注册私营公司

14546家,其中,华商和出口分别占 80%和 30% 以上,华资银行占

私营银行个数的 80%以上,柬埔寨华人经济正处在起步阶段,是该

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挝华人经济大部分都是小本经营, 规

模有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展迅速。越南华人经济就整体而言

多为家庭式的小本经营,大企业属少数,且主要集中在南方西贡地

区,华人经济的地位有限。

四、发展过程起伏跌宕

1997年以泰国作为爆发点使东南亚引起一场严重的金融危

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相继卷入, 这些国

家经济形势恶化, 1998年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 6. 9% ,其中印

度尼西亚下降 13. 7% ,泰国下降 10% ,马来西亚下降了 7. 5%
[ 5]

金融市场上,股市汇市狂泻, 呆账坏账大增,通胀更加严重,一向坚

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许多华人大企业财团倒闭或陷入经营

危机,使原本基础薄弱的金融企业贷出大量资金成为呆账, 为数甚

多的信贷机构陷入困境,减少信贷又导致大财团陷入困境, 中小企

业破产,失业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印尼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

济衰退,经济停滞。东亚金融危机酝酿和发展,对东盟国家华人华

侨特别是华人大企业财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打击。在经历了 7

个月的危机后,东南亚五国华人 16个大企业集团的资产由 603. 4

亿骤减到 302. 98亿美元,缩减了 49. 8%。其中,对印度尼西亚尼

的华人大财团来讲, 这种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有的华人大集团资产

缩水过半,该国进入世界华商 500强的企业从 1997年的 34家骤减

为 1998年的 9家。
[ 6]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区域内货币急剧波动,企业收

购兼并活跃,投资环境随之变化,这场危机造成了华商经济发展的

暂时中断。

首先,大力收缩经营规模与范围,实行企业债务重组。印度尼

西亚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 � � � 三林集团,为避免企业的崩溃,大规

模出售其下属的股权,该集团之香港第一太平集团实施了一系列

的股权出售和收购行动,还出售了包括印尼水泥、汽车、面粉厂以

及海外企业的 5%的股权, 总值达 27亿美元。泰国最大的华人企

业卜蜂集团大幅度减少非主营业务,减少摩托车、石油化工、通讯

等业务比重, 马来西亚金狮集团也将属下合钢公司的金狮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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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股权出售给万国宝通银行。

表 2� 东盟国家华人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的缩水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别 集团 原资产额
缩水后

减至

缩水

比例( % )
所有权人

印度

尼西亚

金光 54. 33 27. 04 51 黄弈聪

波普哈桑 29. 95 26. 07 13 郑建盛

盐仓 72. 68 20. 34 72 蔡道行

三林 39. 5 18. 35 54 林绍良

森布纳 22. 27 1. 62 93 林天宝

力宝 18. 03 7. 28 60 李文正

马来西亚

郭氏兄弟 70. 6 42. 42 40 郭鹤年

云顶 29. 97 9. 46 55 林梧桐

杨忠礼机构 15. 8 6. 25 60 杨盅礼

菲律宾

SM 29. 01 17. 38 40 施至成

首都银行

集团
26. 94 12. 12 55 郑少坚

新加坡

远东机构 69. 91 46. 34 31 黄廷方

丰隆 57. 76 28. 45 51 郭令明

良木园 38. 53 25. 94 33 邱德拨

泰国
卜蜂 17. 34 6. 46 51 谢国民

盘谷 19. 78 7. 46 62 陈有汉

� � 资料来源:香港#FORBES GLOBAL∃杂志 1998年 4月号。

其次,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引起大规模合并。金融业是泰国华

人经济的支柱,泰华人经营控股的盘谷、泰华农民等国家银行, 占

泰资注册银行资本的 70% 以上 ( 1994年 ) , 90 年代业务拓展到证

券、信托、保险、房地产、工业园区等领域。金融危机后, 泰国政府

对国内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 华资银行中的京华、京都、第一银

行均被政府接管,盘谷、泰华农民等国家银行近一半的股份被外资

收购。

第三,调整海外投资格局。一些海外华人企业开始调整对外

格局,重新规划海外市场战略, 1999年底, 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在

完成对该国印多食品公司的收购后,将业务地理分布由原来在菲

律宾占总资产的 75%转变为菲律宾占 50%、印尼占 37%、泰国占

6%、中国和香港占 7%。泰国卜蜂集团为巩固在海外的核心业务,

减少非主营项目,将已在纽约上市的已拥有 70%的易初中国摩托

车公司的 50%的股权出售。同时出售海外项目还包括在中国的上

海易初通用机器、上海啤酒、湛江德利氏机器、洛阳易初摩托等企

业的部分股份。金狮置地公司也出售属下天津华丽汽车公司 25%

的股份用于还债。

第四、进行经营方向和结构的战略重组。新加坡丰隆集团自

1999年 6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资产重组,将原来由香港持股的酒

店 资 产 与 属 下在 英 国 上 市 的 美 丽年 和 科 波 托 公 司

( M ILLENIUM& COPTHORNE HOTELS PLC)、城市酒店国际公

司向母公司 � � � 新加坡城市发展公司出售持有上述公司的全部股

份,并转型为一家互联网投资公司。为提升企业集团的产业结构,

东南亚华人集团开始进军高科技产业, 寻求新的发展机会。马来

西亚杨忠礼机构宣布斥资 3 亿马元成立了杨忠礼 E- solut ions 有

限公司,并收购了两家网络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在马来西亚的子公

司进行策略联盟,开展电子商务服务业务。丰隆集团下属的香港

道亨银行还推出了移动电话银行和网上股票交易现场, 并计划开

展全面网上银行服务。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当地中下层华人华侨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

响和冲击,但是,对较大的华人集团的冲击则是巨大的, 它在一个

特定的阶段中断了东盟各国华人集团的发展态势, 从此后开始走

入一个发展的低谷。当然,经过这种战略调整和重组后,将从长远

有利于东盟国家华人企业集团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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